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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都不知道饺子怎么煮
才算熟，现在包子、馒头都能自己
做呢。”李木子笑着展示手机相册
里金黄的煎饼、翠绿的炒时蔬，曾
是外卖常客的她没想到有一天自
己也能掌握这些技能。2018年
来到北仑时，这个爱玩的姑娘刚
刚踏入餐饮行业，直到儿子芒果
的降生，她的生活被重塑。

初次抱着软糯婴孩的手足
无措、深夜里查阅育儿百科的屏
幕微光、凌晨三点换尿布的兵荒
马乱……这些场景构成了她作
为新手母亲的记忆碎片。当同
龄人的微信朋友圈在晒旅行美
照时，她的手机里存满了辅食教
程视频以及宝妈群的聊天记录。

“怀孕时我就辞职了，老公
赚钱养家，我就想好好带孩子，
不想错过他成长的每一个瞬
间。”第一次当妈妈的李木子勇
敢又忐忑。芒果出生的第一个
月，有月嫂精心照料，月嫂离开

后，李木子便开启了全职妈妈的
生涯。

初为人母，有许多崩溃的时
刻。芒果是过敏体质，这为李木
子的育儿之路平添荆棘。2022
年，孩子的过敏性咳嗽贯穿整个
夏天，每每夜晚入睡时就会一顿
猛咳，清早醒来又是一阵剧烈的
咳嗽。那会儿，李木子抱着芒果
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趟医院。

去年，芒果的远视储备告
急，出现假性近视。为了尽可能
守护视力，李木子又是费尽心
力。每天下午3点多，她就把孩
子从幼儿园里接出来，只为了增
加他的户外活动时间。“我得勤
快点，不能因为自己懒，耽误孩
子。”李木子说。

在健康保卫战中，宝妈群是
李木子的“云端智囊团”，从海盐
水洗鼻技巧到抗过敏食谱，素未
谋面的妈妈们送来的育儿经验，
让她缓解焦虑，也让她从最初的

求助者，渐渐成长为也能指导新
手妈妈的“半个专家”。“以前孩
子生病就挺崩溃的，现在能冷静
应对了。”李木子说。

“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照
顾另一个孩子呢？”最初，李木子
时常能听到类似的担心，这当中
也包括她的公婆。

在芒果的婴儿时期，为方便
照顾，公婆与这个小家庭同住一
个屋檐。李木子特别感恩的是
公婆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两代
人思想不同，难免会在育儿观上
产生碰撞。李木子并不会选择
正面冲突，而是有智慧地解决问
题。比如有一次，婆婆用自己的
筷子给芒果夹菜，她事后就找来
一段科普视频，让丈夫转发过
去。婆婆是明理人，第二天再夹
菜时，就备了一双公筷。这种

“短视频外交”策略，让两代人在
科学育儿的认知上悄然同频，避
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

今 年 母 亲
节，对于海曙区
高桥镇的曹斌
来说，意义格外
特殊——这是
她成为母亲后
过的第一个母
亲节。从懵懂
女孩到新手母
亲，这位 1999
年出生的年轻
妈妈在柴米油
盐与育儿挑战
中，完成了人生
角色的蜕变。“洛洛，选一个你喜欢的糖葫芦”

“想清楚，是不是确定要这个玩
具”……类似的对话在李林林和儿子
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她始终认
为，孩子虽小，但是也有自己的思考和
偏好。

秦洛槿在17个月的时候，就能从
散落的玩具中精准锁定自己最喜欢的
那个。这个细节让李林林意识到，孩
子已经具备选择的能力。从此，她开
始有意识地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就像

我们在商场里，遇见喜欢的包包会反
复心动，最终买下。孩子也是一样，他
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李林林分享着
自己摸索出来的育儿心得。

不知不觉间，2岁半的秦洛槿展
现出宛若小大人的“成熟稳重”：在常
去的咖啡店里，他会走向店员帮妈妈
点单，“叔叔，买咖啡，要冰的”；一起读
恐怖故事时，他会紧搂着妈妈的脖子
安慰，“妈妈不怕，宝宝打它”……这些
瞬间，总让李林林心头一暖。

又是一年母亲节。提起母亲，自然要说到母爱——这
一人类最伟大的情感之一，无私而伟大。很多时候，我们
还容易把这种情感与牺牲自我、成全子女联系在一起。比
如，母亲总是把子女的需求放在首位，默默付出；很多时候
都在为家庭、为子女奉献……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一代妈妈会注重把握亲子间
的“边界感”，强调孩子的独立性。新一代妈妈的母爱温柔
而有力量，给予孩子成长的方向，却不阻碍他们探索世界
的脚步；像一座温暖的灯塔，在黑暗中照亮归途，却也尊重
孩子独自远航的勇气。

新一代母亲新一代母亲，，
更有“ ”边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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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责任与自我之间
这位年轻妈妈温柔又坚定

“有时候觉得
自己像一块海绵，
把疲惫、焦虑吸进
去，挤出来的是温
柔和耐心。”李木子
（化名）说。

25岁的李木子
有 一 个 4 岁 的 孩
子，现居北仑区新
碶街道向阳社区。
从懵懂无知到无畏
全能，这个年轻妈
妈用行动打破“‘00
后’带娃不靠谱”的
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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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辛苦，但更治愈。
芒果是天使宝宝，几乎没让

妈妈吃过“睡眠被割裂”的苦。
几个月大的时候，他晚上7点半
就能被哄睡，次日7点醒来，夜里
只要喂一次奶。每次醒来，他不
哭不闹，眉眼弯弯，笑盈盈地看
着妈妈，煞是可爱。

芒果还是一个“小暖男”。
有一次，李木子带他到医院看
病，走出医院时接到一个电话，
因室外有些冷，她侧歪着脑袋，
将手机夹在肩头，双手忙活着将
外套拉链拉上。芒果看到后，让
妈妈蹲下来，用两只小手扶住手
机。那时候，他只有2岁。

出门玩的时候，李木子常常
会选择绿色出行，有时候遇到早
晚高峰，地铁上没有位置，几站

过后，当车厢里有空位时，芒果
就会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
去坐吧！”

如今，芒果已经4岁多了，成
为一个能帮妈妈分担的小小男
子汉。外出旅行时，他能自己背
书包和水壶，李木子觉得他走累
了，想要抱他，他就会抬起毛茸
茸的小脑袋说：“妈妈，我长大
了，我可以自己走。”

每晚雷打不动的睡前伴读时
光，是李木子最享受的时刻。芒
果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每次
提问时，都逗得她哈哈大笑。他
们也会扮演绘本里的角色，或可
爱的小白兔，或凶恶的大灰狼。

就是这样每一个点点滴滴，
拼凑成了育儿路上的治愈时
光。李木子越发觉得，陪伴孩子

成长的过程是如此奇妙，芒果就
像一棵正在抽条的小白杨，一年
又一年，柔软又有力量。

养儿，也需养自己。这个曾
因带孩子与社会脱节的年轻母
亲，也正努力在亲子关系中划出
自我成长的留白。

从芒果上托班起，她就有意
识地重建个人空间：约朋友见
面，看电影，参加社区活动，报班
学跳舞。每周五的舞蹈课总让
李木子眼睛发亮——随着音乐
响起，她舒展身体，暂时卸下了

“芒果妈妈”的身份。
“我不是完美的妈妈，但我

正在和孩子一起长大。”在责任
与自我之间，这个年轻母亲温柔
又坚定。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陈红 张驰

从手足无措到游刃有余

划出自我成长的留白2

找回自己
做简简单单的妈妈

余姚市梨洲街道汇翠社区，午
后的阳光洒进客厅，李林林为2岁
半的儿子秦洛槿摆放好玩具，自
己准备回房午睡。“妈妈你睡觉，
宝宝自己玩。”一旁的孩子说。

孩子这份“独立”是李林林悉
心培养的结果。在她看来，孩子
的成长需要空间，而妈妈的生活，
也不该只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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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新手妈妈的第一年，李林林

也曾陷入“内耗”。24小时围着孩子
转，耳边充斥着哭闹声，经常被搅得
心烦意乱，她一度焦虑自问：为什么
要整天和孩子在一起，为什么要这么
累，为什么其他人都可以光鲜亮丽
……直到看到一句话——“你是妈
妈，但你更是你自己”，她才恍然大
悟：“我不能因为孩子而丢掉自己的
生活。”

于是，她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
阵地”。在孩子1岁多会走路后，李
林林开始带着孩子“参与”自己的生
活：和小姐妹一起逛街、喝咖啡、看电
影，朋友圈里不仅记录孩子的成长点
滴，也有自己养花、种蓝莓、打卡咖啡

店的精彩片段。从“居家的黄脸婆”
到“越活越年轻”，李林林笑着说：“我
找回了自己。”

成为母亲之后，李林林的性格也
在悄然改变。从前的她大大咧咧，东
西可能会随手一丢，现在则会细心收
好家中的玩具，防止孩子被绊倒；过去
因为小事纠结半天，打碎一个杯子能
东想西想好久，现在打碎了也能坦然
处理，“收拾干净就好，没必要纠结”。

“今晚，我约了朋友一起打游
戏。”如今的李林林，不再一味地“牺
牲自我”，而是轻盈地游走在妈妈与
自我的角色之间。正如她所说：“爱
孩子，也要爱自己。”

记者 徐颖 通讯员 李马军

找回自己，做简简单单的妈妈

在这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里，秦
洛槿享受着全家人的宠爱。孩子满
月后，便形成了与双方长辈共同带娃
的模式——工作日由孩子的爷爷奶
奶照顾，周末则去孩子的外公外婆
家。两代人共同育儿的日常中，难免
产生观念摩擦。

比如，孩子学走路时，李林林坚
持“摔倒了自己站起来”，而长辈们总
忍不住想上前扶一把；饮食上，老一
辈讲究“营养至上”，李林林却认为

“一天一个鸡蛋会吃吐”，只要避开重
油重盐，剩下的可以让孩子自由尝
试。面对观念的差异，李林林的选择
是沟通：“我们既不能按着书本一板
一眼地养孩子，也不能完全遵循传统

经验，关键是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找
到平衡。”

家人的支持是李林林最大的底
气。孩子6个月的时候，全家面临一
次重大考验——除了李林林的父亲、
还在上学的妹妹和秦洛槿外，全家都
患了流感。那一个星期，李林林每天
手机不离手，随时沟通，隔着手机屏
幕看着爸爸和妹妹手忙脚乱地学习
换尿布、做“排气操”……如今李林林
还会常和丈夫回忆起那时的感动。

“白天我负责全职带娃，晚上长
辈主动接手；心情低落时也能和父母
倾诉排解；甚至家里的狗狗都能帮忙
带娃。”李林林笑着说，“我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

育儿观念的碰撞与融合

尊重孩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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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烦恼”与“甜蜜”中
拥抱新身份

在育儿过程中，曹斌还遭遇了传
统与现代育儿观念的碰撞。

“现在的年轻人带孩子太矫情
了。”面对长辈这样的质疑，曹斌起
初也感到困惑，“老人总说‘让孩子多
吃点才能长个’‘以前不也这么带大
的吗’，面对长辈的这些育儿观，我一
度怀疑是不是我们这代人太精细。”

当长辈建议给6个月大的宝宝
辅食中加盐时，她拿出《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2016）》耐心解释：“过早摄
入食盐会加重肾脏负担，还容易让孩
子挑食。”经过多次沟通，双方父母逐
渐接受了科学育儿理念。

在曹斌看来，时代不同了，人们
方方面面的认知都在被颠覆，思想都
在慢慢改变，育儿也是一样。如果老

人按照老一套的“育儿经”，年轻的父
母完全可以耐心认真地解释给老人
听。“当然，我们自己也要了解孩子的
成长规律，学习现代育儿理念，及时
调整自己的养育方法。”曹斌说。

今天是曹斌成为母亲后过的第
一个母亲节，她感慨万千：“这一年，
我的身体和心理都经历了巨大变
化，但收获更多的是成长与感动。
看着宝宝从一个只会哭闹的小婴
儿，慢慢学会微笑、翻身、坐起，叫

‘爸爸妈妈’，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
让我心生欢喜。在这个过程中，我
学会了克服焦虑，相信自己的本能
和爱；也学会了在身份的转变中，寻
找新的自我价值。”

记者 马佳威 通讯员 何玉雨琦

让新旧育儿观“握手言和”

7年前，曹斌与丈夫在大学开启
甜蜜的校园恋情。一年后，丈夫选择
投身军旅，两人的感情转入“异地军
恋”模式。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并没有过多
的交流机会，每周有限的手机通话时
间，成为他们分享生活、维系情感的
唯一纽带。

去年4月底，随着宝宝的诞生，
两个人的浪漫升级为三个人的忙碌，
也让曹斌开启了充满未知与挑战的
宝妈生涯。

“初为人母的日子，用‘兵荒马
乱’形容毫不为过，家里简直像个‘战
场’。”曹斌感慨，“有了宝宝就是童话
故事走向现实的转折点，很累、很曲
折、很艰辛，但也温馨甜蜜。”

喂奶、换尿布、夜起哄睡，这些看
似简单的日常，却填满了曹斌的每分
每秒。“以前和老公下班后还能约个
饭、看个电影，现在生活里全是孩子
的吃喝拉撒。”曹斌笑着说。

有一次，丈夫难得休假，提议一
起去看期待已久的电影。曹斌说“那
娃谁带”，丈夫说“让妈带一会儿
呗”。于是，曹斌将孩子托付给婆婆
后，满心欢喜地走进影院。

可电影开场不到几分钟，曹斌就
开始坐立不安。“心里一直想着宝宝
有没有哭，会不会饿，电影演的什么
完全看不进去。”最终，夫妻俩提前半
小时匆匆返家。

如今，尽管夫妻俩仍会因带娃琐
事产生争执——“换尿布能不能轻
点”“奶粉冲太浓了”，但看到丈夫笨
拙却认真地给孩子穿衣服，甚至把袖
子套到腿上时，曹斌又觉得好笑，气
也消了一半。

“他是个称职的丈夫，让我在当
妈妈的同时，还能做回被宠爱的小女
孩。”曹斌幸福地说，“我们仨大手拉
小手，什么困难都跨得过。‘手执烟火
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大抵也是
如此吧。”

育儿“战场”上的甜蜜与慌乱1

2

李木子陪孩子阅读。
受访者供图

李林林与丈夫出游李林林与丈夫出游。。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三口之家三口之家

秦洛槿和家里的宠秦洛槿和家里的宠
物狗物狗玩耍玩耍。。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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